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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猪肉贸易安全标准定位探讨
Ξ

董银果, 徐恩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从消费者需求层次、收入水平、猪肉生产地位以及内外贸易需求及承受力的差异性等角度, 阐述了

我国猪肉安全标准定位的依据, 详细论述了我国猪肉贸易安全标准定位的3 个层次, 认为猪肉内外贸易宜采纳不同

的质量安全标准, 以适应国内外市场、城乡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及承受能力, 并使遵从标准的代价和成本相对降低。

最后指出, 生猪无病区认可、猪肉HA CCP 安全控制体系以及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是现阶段猪肉国际贸易的核

心竞争力, 也是我国猪肉安全控制系统建设中应着力解决的 3 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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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是保障生产者和消

费者健康及规范市场安全管理的技术依据, 是提高

中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技术支撑。随着国内外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 国内学术界也对这一

问题展开了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对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系统的介绍及其

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系统建设的启示和经

验[123 ]; 二是我国质量安全体系和标准化中存在的障

碍因素研究[4 ]; 三是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中各

主要部门的作用[526 ]; 四是我国质量安全体系的构

建[728 ]。这些研究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控制系统和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但

却没有回答现阶段我国究竟应采取怎样的标准定

位。为此, 本文试图用一个全新的视角, 从中国的现

实出发, 以生猪和猪肉为典型, 探讨我国农产品的安

全标准定位问题, 提出采纳两套标准的观点, 以期对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定位的理论研究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 并为加强我国猪肉安全控制系统建

设、提升我国猪肉的安全竞争力提供参考。

1　生猪和猪肉法规标准的定位依据

　　 (1) 长期以来, 猪肉国内贸易占猪肉产量的

98% , 猪肉的国际贸易仅占2% 左右。猪肉贸易以国

内贸易为主, 这在短时期内不会有重大改变。根据这

一实际, 中国制定猪肉安全标准要以国内贸易为重

点, 但不应忽视猪肉出口贸易的安全标准问题。同

时, 在中国国内肉类消费结构中, 尽管牛肉、羊肉、禽

肉的消费在增加, 但以猪肉消费为主的趋势在短时

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9 ]。如 1998～ 2002 年, 中国猪

肉产量占肉类产量的份额虽从 67. 8% 下降到

65. 7% [10 ] , 但猪肉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

(2)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 对安全、优质

猪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也是世界共同的发

展趋势。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职业群体之

间, 对安全、高品质猪肉的需求程度与优质猪肉价格

承受能力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 发达国家对

安全猪肉的需要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 二者

表现为“安全标准”与“贸易发展”的矛盾,“安全需

求”与“支付价格”的矛盾。又如在国内, 大中城市居

民对猪肉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的要求更为迫切, 价

格承受能力不断增强, 但广大县、乡、村的农村居民

对优质猪肉需求与优质猪肉价格的选择意愿与承受

能力则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别。这说明制定安全标

准必须考虑不同国别、不同市场的需求差异及消费

群体的承受力, 做到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猪肉安全标准上

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近几年来, 发达国家有提升猪肉

安全标准、法规的趋势, 但不同安全标准、法规所需

的资源、能力不同, 遵从成本各异, 不同国家的承受

能力也各不相同。在需要与可能之间, 在遵从收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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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资源、遵从成本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以减少遵从

代价, 降低遵从成本, 实现猪肉安全优质的生产目

标, 这是猪肉安全标准考虑的重要依据之一。

(4) 我国采纳HA CCP 认证的企业, 多为供给国

外市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 即出口额占企业总销售

额比例较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 这类出口企业

具有倾向更早采纳HA CCP 的内在动力。本文认为,

这与出口企业动物防疫与食品安全科技发展比较迅

速有关, 与这类企业遵从HA CCP 的资源和能力较

强有关, 也与这类出口企业遵从HA CCP 的收益大

于遵从成本有关。而这是中国占大多数的小规模猪

场、小型猪肉加工厂、家庭式猪肉加工作坊短时期内

难以做到的。因此, 制定猪肉贸易安全标准, 区分出

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仍是

十分必要的。

2　中国猪肉贸易安全标准的定位

根据上述定位依据分析, 本文提出现阶段中国

猪肉贸易安全标准定位应有以下3 个层次。

第1 层次: 在稳定猪肉产量供给的基础上, 从传

统的猪肉数量安全供给战略逐步向猪肉安全、质量

保障战略转变, 向提高我国生猪产业整体素质转变,

改变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局面。中国人口众多, 猪肉

需求仍在稳定增长, 猪肉供应牵涉城乡市场供应大

局, 从战略大局上考虑, 稳定猪肉产量安全供给战略

不能动摇。在该前提下, 考虑到城乡居民对自身健康

与猪肉质量安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加之中国猪肉

的安全控制标准必须逐步适应国际标准的要求, 因

此, 中国生猪产业发展战略, 有必要从传统的确保猪

肉产量安全供给战略逐步向猪肉安全、质量保障战

略转变, 向提高我国生猪产业整体素质和提升我国

猪肉安全保障水平转变。应着力提高我国生猪安全

采标率、出栏率 (发达国家为 160%～ 180% , 我国为

120%～ 150% )、产肉率、瘦肉率 (国际 40%～ 60% ,

我国 30% )、饲料报酬率、HA CCP 应用率以及国际

市场竞争力, 改变当前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局面。

第2 层次: 适应国内外市场的不同需求, 现阶段

宜采纳不同的生猪防疫和猪肉安全控制标准, 一套

用于国内市场, 一套用于国际市场; 并创造条件, 优

化安全标准结构, 逐步使国内猪肉安全控制标准国

际化。在国内以城乡适宜的健康保护水平为依据, 制

定猪肉安全国家标准, 并不断提高猪肉安全保障水

平, 以适应城乡居民对安全和健康的需要。考虑到现

阶段国内猪肉消费量占猪肉总产量的98% , 因此, 猪

肉安全标准应以国内为主, 即以国家标准为主, 但在

国家安全标准的实施时间上允许城市和农村有所区

别。从遵从国际标准的资源、能力以及成本考虑, 本

文认为在我国条件成熟的省区 (如猪肉出口具有区

位、交通和资源优势的省区, 生猪无病区试点推广地

区等)和部分猪肉出口加工企业, 应强制实行SPS 协

议所规定的国际安全标准和法规, 并强制应用

HA CCP 猪肉安全控制体系。同时, 应加强操作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教育, 引进先进的高精检测仪器设备,

确保出口活猪和猪肉产品的安全质量达到国际标

准, 以较高的遵从成本换取更高的遵从效益, 使出口

企业有遵从动力。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 C)、国际动物流行病

办公室 (O IE)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 IPPC)是SPS 协

议的3 个主要技术标准支柱。在SPS 协议中, 国际标

准名义上是推荐的、非强制的、自愿采纳的标准, 但

在SPS 的实际应用中, 国际标准的性质发生了实质

变化, 国际标准已成为实际的“强制标准”, 深深影响

着各国的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和进出口贸易。现时

国际标准已构筑起国际贸易质量标准的完整法律体

系, 是W TO öSPS 法律框架内衡量一个国家检疫措

施和安全法规是否与SPS 一致及国际贸易纠纷仲裁

的基准[11212 ]。目前CA C 共制定了8 000 个左右的国

际标准。从全球看, 发达国家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在

90% 以上, 有些国家实施的标准甚至超过CA C 标

准, 相对而言, 在中国国家标准中, 只有 40% 左右等

同采用或等效采用了国际标准[13 ]。因此, 对于出口

企业和供应大城市的猪肉生产加工企业, 应按照国

际标准进行生产, 一方面可以进入国外市场, 另一方

面可以提升本企业在国内高档猪肉市场中的竞争

力。同时, 发挥这类大型猪肉加工企业的安全控制辐

射作用, 带动中小企业、广大养猪户按照国际安全标

准组织生产, 为提高国内生猪防疫和猪肉安全控制

水平、强化国内生猪产业整体素质提供有益经验, 也

有利于国内猪肉安全控制标准逐步国际化。同时, 应

将适应我国发展需要的国际安全标准尽快转化成我

国的国家安全标准。

第 3 层次: 构建生猪防疫和猪肉产销全程安全

监控体系。猪肉全程监管系统包括七个环节: 一是饲

料兽药安全, 即生产安全饲料兽药, 加强兽药残留监

控; 把好原料质量关, 监督关; 严禁饲料、兽药掺假,

加强肉骨粉、添加剂的检测监督等。二是生猪及猪场

环境安全。主要应加强生猪传染病、流行病研究, 加

强无病区认可和产地环境安全; 抓好生猪饲养、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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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透明度; 确立生产者的责任并与兽医、畜牧科

技人员密切合作。三是收购、屠宰、运输安全, 贯彻

“定点屠宰, 集中检疫”方针, 加强生猪宰前检疫; 加

强屠宰过程中的环境卫生, 预防肉品污染; 加强对屠

宰户的安全检查, 严禁病猪、死猪、注水猪肉出场上

市。四是猪肉初、深加工安全。强化企业对质量安全

的第一责任, 尽力减少手工操作; 防止原料使用、水

质环境等造成肉品第二次污染, 加强肉品加工实验

室建设与肉品检验, 确保出厂肉品安全可靠。五是猪

肉销售安全。严格猪肉上市的准入与检验制度, 加强

农贸市场个体肉贩、个体肉店的卫生安全标准检查;

推进猪肉进入超市、专卖店经营并加强安全检查。六

是猪肉消费安全。教育消费者, 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

识, 尊重消费者购买猪肉的选择权 (超市与农贸市

场) ; 加强街头肉食摊贩卫生安全, 引导健康消费。七

是餐桌食用安全。确保肉品储藏安全, 减少加工操作

污染; 注意烹饪的营养、美味与健康。

需指出的是, 上述各环节环环相扣, 若某一环节

出现安全风险, 都将引发消费者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3　中国猪肉安全标准系统亟待解决的
三大问题

　　在猪肉安全控制方面, 根据欧盟、德国、美国等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从中国猪肉安全控制的实际

和薄弱环节出发, 应加强以下三大关键环节的建设。

3. 1　大力推进生猪无病区认可建设

生猪传染病是影响猪肉质量安全和猪肉贸易的

首要因素, 因此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加大资

金、人才、物资的储备; 加大生猪A 类和B 类疾病的

防疫力度; 加大生猪口蹄疫、猪瘟、猪链球菌等重大

疫情的监测和风险评估; 加强生猪免疫隔离带建设,

构筑有效的生猪防疫屏障。要采取联防联控、预防预

控的办法, 坚持依法防治和科学防治, 积极推进生猪

无病区获得国际兽医局认证和进口国的认可 (商品

猪出口基地和出口企业要先行一步)。同时, 要进一

步完善生猪突发重大疫情应急处理预案和制度, 对

突发重大疫情要及时公开, 依法给“舆论”和公众“交

底”, 提供疫情可靠信息, 发布权威公告, 让舆论和公

众正确对待突发事件, 消除公众不必要的心理恐惧,

稳定社会, 稳定人心。同时, 还要研究维持国内猪肉

消费市场以及维护猪肉出口贸易关系的应对政策和

措施。

3. 2　积极探索并加强HA CCP 安全控制体系建设

HA CCP 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 具体识别食品

特殊危害并提供控制风险具体措施的分析体系。该

体系的特点是系统性强, 是一个有多向约束并以预

防为主的安全检测控制体系。HA CCP 体系在欧、美

等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认可和应用, 安全控制效果

显著。其最大优点是将资源、技术和监控能力的重点

集中于那些影响猪肉安全的关键危害因素和步骤

中, 并设计出一系列关键控制点、控制方法和控制程

序, 从而提供较传统最终产品安全检测方法更为有

效的安全控制方法, 因而得到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和发达国家的一致认可。但HA CCP 怎样在中国应

用, 是否适应中国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养猪模式,

是否适合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型食品加工

企业模式, 遵从的效益能否大于遵从成本, 上述问题

目前仍在选点试验和研究中。考虑遵从资源、遵从能

力、遵从成本和遵从风险等因素, 应首先选择城郊大

型现代化养猪企业、瘦肉型商品猪出口企业以及大

型猪肉联合加工企业, 作为应用HA CCP 体系进行

猪肉安全控制体系建设的重点单位, 总结应用

HA CCP 的经验和做法, 探索现代养猪企业或猪肉

加工企业吸纳带动一般养猪农户、养猪专业户或中

小型饲料加工企业等联合应用HA CCP 的做法和经

验, 以增强HA CCP 在中国养猪业中的可操作性和

适用性, 形成中国应用HA CCP 的特色和经验, 提升

中国猪肉出口质量安全保障的公信力。

3. 3　加快猪肉安全可追溯制度建设

追溯制度是适应猪肉供应链长、风险大、监控难

度大的特点而发展的一种及时发现源头、提高猪肉

安全监控效率和降低追溯成本的安全控制措施。作

为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 追溯制度在我国尤为重要。

根据我国在构建生猪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上存在的缺

陷, 应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1)对规模化养猪企业和饲料、兽药生产企业等

率先实行跟踪管理, 每头生猪加挂标签 (耳标) , 建立

生猪信息档案。与此相配套, 对大型定点屠宰场进行

信息化管理, 要求供出口或大型超市销售的猪肉食

品只能由获此资格的屠宰场提供, 而进入屠宰场屠

宰的生猪必须有标签, 必须有饲料、饲养记录, 没有

标签和记录一律不准进场。屠宰的肉产品和销售的

肉食品也应加贴标签, 内容包括生猪的基本信息、屠

宰信息等。追溯系统能够根据猪肉上的信息以及各

生产者之间的信息联系, 及时发现“问题产品”, 并能

立即采取撤出市场等预防性应对措施。因此, 严格生

猪耳标、产品标签、企业标识制度, 规范产品包装, 建

立和完善信息网络等, 是实行产品追溯和透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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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和关键环节。

(2) 对已发生的重大生猪传染病或重大猪肉安

全事件, 应贯彻公开、透明原则, 追查产生问题的原

因, 分清问题的性质、责任。

(3)完善猪肉质量安全组织体系, 构建“超市、专

卖店+ 猪肉加工龙头企业+ 中介服务组织+ 养猪农

户”组织网络, 通过建立“定单产加销安全供应合

同”, 强化上、中、下游单位之间的交换记录和信息管

理, 使产加销各环节联合起来组成利益共同体, 这有

利于建立生猪防疫和猪肉质量安全保障。

(4)生猪原产地标识、猪肉加工的原始记录及原

产地商标、标签和生产日期的完善, 不仅有利于消费

者识别和选择产品, 也便于企业对不安全猪肉的退

架和召回处理。

(5) 对县以下农贸市场长期经营猪肉的个体屠

户、个体肉店及街头肉食摊贩, 可分别组建适当松散

的组织, 确保其经销的猪肉和猪肉食品的卫生、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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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 ssion on o rien ta t ion of Ch inese po rk safe ty standard

DONG Y in -guo, XU En -bo
(Colleg e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 em en t,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 is paper exp la ined the basis of o rien ta t ion of po rk safety standard in Ch ina from

con sum ersπdem and, incom e level, po rkπs p roduce sta tu s, and difference betw een in ternal and ex ternal t rade

and differen t p rice accep t ing capacity etc. It then fu rther described the th ree levels of standard o rien ta t ion

and sta ted that tw o sets of standards shou ld be adop ted in dom est ic con sump tion and in ternat ional t rade in

o rder to m eet the differen t dem ands from dom est ic and in ternat ional m arket, u rban and ru ra l m arket. T hu s

the standardπs comp liance co st w ou ld be rela t ively reduced. F inally it po in ted ou t that live p ig non2disease

dist rict, po rk HA CCP con tro l system and traceab ility system are the key compet it ivenesses of po rk in in ter2
nat ional t rade. T herefo re, ou r coun try shou ld pu t effo rts to these th ree aspects.

Key words: p ig and po rk; safety standard; comp liance co st; comp lete t race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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